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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1996年首期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1998年首期面向政法部门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以来，经过10多年
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两个渠
道招生的培养模式。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面向政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大学本科毕业并具有3年以上
工龄的在职人员，其招生工作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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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I.评价目标
Ⅱ.考核内容
法理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法和法律
第三章 法律渊源
第四章 法律要素
第五章 法律关系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法律演进
第九章 法律价值
第十章 法制与法治
第十一章 立法原理
第十二章 司法原理
第十三章 法律职业
第十四章 法律程序
第十五章 法律方法
第十六章 法律与社会
中国宪法学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二章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三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家机构
第五章 宪法监督
中国法制史
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第二章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第三章 隋唐宋法律制度
第四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五章 清末、中华民国法律制度
第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民法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三章 自然人
第四章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第七章 时效
第八章 物权法总论
第九章 所有权
第十章 用益物权
第十一章 担保物权
第十二章 债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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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合同
第十四章 人身权
第十五章 知识产权
第十六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十七章 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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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法律职业的伦理 一、法律职业伦理概述 二、律师职业道德 律师对当事人；律师对
法官；律师对同行；律师的其他职业伦理。
 三、司法官职业道德 忠实于法律；尊重律师；中立地对待当事人；司法官社会性活动中的职业道德
。
 四、法律职业信仰 第四节 法律职业制度 一、法律职业教育制度 二、法律职业考试与培训制度 三、法
律职业任职制度 四、司法官身份保障与薪酬制度 五、法律职业机构 第十四章法律程序 第一节 法律程
序概述 一、一般法律程序的特点 法律程序是针对特定的行为而作出要求的；法律程序是由时间要求
和空间要求构成的；程序具有形式性。
 二、正当程序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正当程序的特征 一、分化在正当程序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有意识
地思维阻隔 三、直观的公正 四、对立意见的交涉 第三节 正当程序的作用与意义 一、法律程序对法律
行为的调整方式 抑制；导向；缓解；分工；感染。
 二、法律程序对于法律适用的作用 约束适用法律者的权力的重要机制；进行理性选择的有效措施；
法律适用结论妥当性的前提。
 三、法律程序的意义 权利平等的前提；权力制衡的机制；解决纠纷效率的保证；权利实现的手段；
法律权威的保障。
 第十五章 法律方法 第一节 法律推理 一、法律推理释义 二、形式推理 形式推理的范例；形式推理的
种类。
 三、实质推理 实质推理的范例；实质推理的原则。
 四、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的范例；类比推理的原则。
 第二节 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释义 法律解释的含义与必要性；法律解释的特点；法律解释的历史发
展。
 二、法律解释的方法 一般解释方法：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当然解释。
 特殊解释方法：字面解释、扩充解释与限制解释。
 三、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体制 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当代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法律规定。
 第十六章 法律与社会 第一节 法律与经济 一、经济释义 二、法律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法
律；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当代中国法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法律与科学技术 科技对法律的作用；法律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第二节法律与政治 一、法律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政治释义。
 法律对政治的功能：协调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解决政治问题。
 二、法律与国家 国家释义。
 法律与国家的一般关系：法律离不开国家；国家不能无法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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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是考生复习备考必不可少的
基础资料，更适于考生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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